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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纺织工业作为传统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

很大贡献，但由于重复建设严重、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技

术档次低、结构不合理和富余人员过多、历史包袱沉重等原

因，纺织行业目前已成为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行业。党

中央、国务院对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

作非常重视，决定把纺织工业作为实现用３年左右时间，通

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

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

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总体目标的突破口，采取有效措

施，解决纺织工业的问题，促进纺织工业走上良性循环，将

为其他特困行业摆脱困境积累经验，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起带动和示范作用。现就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

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主要目标和指导思想 纺

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的主要目标是。

从１９９８年起，用３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１０

００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１２０万人，到２０００年实

现全行业扭亏为盈，为实现纺织工业的产业升级和振兴奠定

基础。１９９８年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完成压缩淘汰落后棉纺

锭４８０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６０万人、减少亏损３０

亿元的任务；１９９９年其他地区基本完成压缩淘汰落后棉

纺锭５２０万锭的任务；２０００年全面完成压缩淘汰落后



棉纺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的任务，全行业基本摆脱困境。 

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彻“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

效和再就业工程”的方针，以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为手段，

以国有纺织工业企业集中的城市的企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妥

善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坚定不移地走“压锭、减员、调整、

增效”的路子。要按照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不断开发

新产品。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工作要与行业结构调整、资产

重组结合起来；要与减员、减债和产品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要与坚决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结合起来。 二、政策与措施 

（一）坚定不移地搞好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工作。按照国家

计划，每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１万锭给予财政补贴３００万

元，由中央、地方财政各承担１５０万元；同时安排银行贴

息贷款２００万元，贷款的贴息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贷款

还本期限为５年至７年。上述资金主要用于纺织工业开发新

产品、调整产品结构、兴办第三产业和分流安置下岗职工。

压缩淘汰的落后棉纺锭设备，由纺织总会负责监督回炉销毁

。 （二）全国用于企业兼并破产、以产定人、下岗分流、减

员增效核销银行呆坏帐准备金规模的计划安排，要继续向国

有大中型棉纺织工业企业倾斜。安排１９９８年《全国企业

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时

，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以下简称

试点城市）用于纺织工业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核销规模不得

低于１９９７年的水平，并主要用于国有大中型棉纺织工业

企业的“压锭、减员、调整、增效”工作。纺织总会要参与

有关《计划》的审查。非试点城市的国有大中型棉纺织工业



企业的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确需列入《计划》的项目

，按《计划》编制程序，经纺织总会审核同意后，报全国企

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平衡。 （三）妥

善分流安置下岗职工。纺织工业企业下岗职工要进入本企业

再就业服务中心，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医疗保

险费用的支付。列入《计划》的破产企业、被兼并企业下岗

职工的安置费用，按照《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

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４〕５９号）和《

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

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１９９７〕１０号）有关规

定支付，其他纺织工业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费用，由企

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四）棉纺织

工业企业在“压锭、减员、调整、增效”工作中，利用原划

拨土地使用权进行经营的，应先对划拨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

。在资产重组中被置换出的土地，其使用权在处罚后所得收

益可全额用于企业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和减债。 （五）赋予纺

织工业企业“两纱两布”自营出口权工作由试点转向正常审

批，不再限定纺织工业企业的数量，由外经贸部尽快会同国

家经贸委、纺织总会制定具体审批标准。纺织品出口配额分

配要向纺织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倾斜。１９９８年，从美、欧

纺织品出口被动配额总量中安排１５％以上（各品类均安排

一定比例）直接分配给纺织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并列为该企

业的配额分配基数，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１９９９年及以

后年度视具体再给予适当增长。赋予纺织自营出口生产企业

主动配额和被动配额的投标资格，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六

）为提高纺织品出口竞争能力，鼓励纺织品出口，从１９９



８年１月１日起，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统一提高到１１％。要

鼓励纺织机械出口，对纺织机械出口实行出口信贷和全额退

税优惠政策。 （七）鼓励使用国产棉。对经批准的从事进料

加工的纺织企业，使用新疆棉顶替进口棉生产的出口产品继

续实行零税率的政策。 （八）坚决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

“九五”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及所有企业都不得以任何理由

新增棉纺锭，不得以任何理由转移落后棉纺锭。 对棉纺细纱

机等纺织机械生产、销售严格实行“生产许可证”和“准购

证”制度，坚决制止无证生产和在国内销售棉纺细纱机，按

有关规定严格限制进口棉纺细纱机。要对无证生产棉纺细纱

机的企业给予经济制裁，同时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 三、

组织与领导 全国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

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综合协调，纺织总

会负责监督实施，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和落实。 由国

家经贸委、纺织总会会同有关方面，根据纺织工业深化改革

、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的目标，抓紧制定全国压缩淘汰

落后棉纺锭和分流安置下岗职工的３年规划及分年度实施计

划（以下简称“规划及计划”）。各地人民政府要根据全国

“规划及计划”制定本地区“规划及计划”，并实行行政领

导负责制，负责完成本地区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的任务，负

责妥善分流安置下岗的职工，负责坚决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

力。 有关具体办法，由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 

以纺织工业作为实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摆脱困境目标的突

破口，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战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团结协作，统

筹规划，狠抓落实，全面完成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



、解困扭亏工作的各项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

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